
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 

(授課者填寫) 

授課教師：  廖文豪     授課班級：  701    授課科目：  員林生態   

授課單元： 葉形&葉序  教材來源： 植物形態 授課日期： 110 年 10 月 5 日第 4 節 

 

學習目標 

1.能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的觀察中。 

2.能在秋季的校園中，採集到五種類型以上植物的葉。 

3.能有效使用光學儀器作細部的觀察。 

學生先備經驗

或教材分析 

1.學生對校園環境和植物分佈有基本的認識。 

2.學生對各類型的植物有基本的認識，能透過植物的各類型態作區分。 

3.學生具備使用各類光學儀器的能力，如放大鏡、複式顯微鏡和解剖顯

微鏡。 

4.學生能對環境有好奇心，進一步探索環境中的各類組成。 

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

一、 植物地圖 

說明校園中植物栽植的情形，將校園植物區分成

「台灣欒樹區」、「圖書館前區」、「停車場區」、「印度黃

檀主」、「孔老夫子區」、「動靜銜接區」和「樂活操場

區」等 7個區位，並概述該區的「亮點」植物及「細心

養成」點。 

 

二、 探索與採集 

引導學生對各區點進行探索，並依據生物研究的倫

理規範，尊照採集規範進行探索與採集。 

 

三、 觀察與討論 

將採集到的樣本，帶入實驗室進行觀察，使用各類

光學儀器作細部觀察，並作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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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省思紀錄 

(授課者填寫) 

授課教師：  廖文豪    觀課班級：  701    觀課科目：  員林生態   

授課單元： 葉形&葉序  觀課者： 張淑涵、洪若淵  觀課日期： 110 年 10 月 5 日 

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         (觀課者協助拍攝) 

  

說明：學生使用複式顯微鏡，對搜集到的

樣本作細部的觀察。 

說明：老師與學生討論關於各類植物的形

態差異，以及在顯微鏡下所呈現樣

態。 

教學省思紀錄 

1. 時間安排上可以分成兩節課，第一節課先讓學生充份地作採集，並規範以最少破壞

為原則，並設定 3~5必要觀察點；第二節課在實驗室作仔細的觀察，前面的引導可

以縮小標本的採集量，後面只需要針對關鍵點作觀察。 

2. 關鍵點的掌握，可以提升學生觀察的效率，但也減少了學生可以探索的時間，此為

課程安排兩難之處，此矛盾點，預計在下次課程中，轉換方式執行後，作滾動式修

正，視各班學生特質作必要性的修改。 

 






